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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鄧建國，男，1959年 10月生，湖南祁陽人，1988年畢業於湖南教育學院政治系，2003年

畢業於湖南大學高教所，獲教育學碩士學位，2007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

心，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湖南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在《倫理學研究》、《湖南師範大學

社會科學學報》、《中國礦業大學學報》、《中國考試》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 60餘篇，主

持《我國考試業發展問題研究》等課題，出版有關中國考試方面的著作三種。

提    要

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它淵源於漢朝，創始於隋朝，

確立於唐朝，完備於宋朝，興盛於明、清兩朝，廢除於清朝末年，歷經隋、唐、宋、元、

明、清。根據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 1300周年。

科舉制是中國古代繼察舉、薦舉之後延續了 1300年的一種選士制度，它打破了「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的權貴世族壟斷仕途和用人任官大權，使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獲

得了某種發展的生機與活力，不僅維護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統治，而且極大地彰顯

和弘揚了以忠孝廉恥、仁義禮智為核心的儒家倫理道德。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本質上是為

維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統治服務的，具有把儒家倫理道德制度化並使教育服務於政治的

特質。科舉制度包含著大量的倫理道德問題，不僅在考試的內容上以儒家經義為核心和主

旨，而且在考試的組織和形式上也深受儒家倫理道德的薰染和影響。因此，從某種意義上

說，一部科舉制度史，實質上就是一部儒家倫理道德進入政治、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發

展史，是一部儒家倫理道德制度史。研究科舉制度，需要也離不開倫理學的視角和考察，

必須而且應當結合倫理道德特別是儒家倫理道德的理解和把握來進行。捨此，就很難真正

深入認識到科舉制度的本質和旨歸，也很難對其作出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分析與評價。

中國科舉制度以弘揚儒家的倫理道德為己任，以傳播、繼承和發揚以「仁、義、忠、孝」

為核心的儒家道德為歸宿，以維持和鞏固皇權為終極目的。選拔任用人才的標準主要是

「德行」，即倫理道德。隋煬帝於大業三年（607年）下詔：「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

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貧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

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

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愛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眾善必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

庶幾非遠。」明確指出科舉考試重在選拔那些「德行敦厚」之士。崇德，落實到科舉考試

中，則是要弘揚儒家德義傳統，從學理上闡明儒家倫理道德的內在意義和價值，進而在為

官為學中身體力行儒家倫理道德。唐宋以降勃興的科舉考試，將儒家倫理文化擡到很高的

地位，統治階級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尊孔崇儒的高潮，引導無數考生乃至朝廷官吏學習儒家

經典，弘揚儒家經義，並將其與國家的治理、個人的修養以及教育的普及連為一體，進而



使科舉考試成為推擴和宣傳儒家倫理文化的重要機制或手段。科舉制度是一種連接教育與

政治的選官制度，基本價值目標是選拔出優秀的治國理政人才，使國家政治清明，風俗

醇化。就其終極的價值目標而言，則是弘揚和光大儒家「有道」的政治理想，實現倫理化

的政治和使政治倫理化。科舉制度通過特定的考試程序設計和公正理想追求，聚焦於社會

的治理和風俗的醇化，以此來引導考生關心政治，建立並實現自己的政治道德理想。在歷

代的科舉考試中，對儒家倫理基本價值取向的認識以及如何應用儒家倫理來解決實際問題，

是其不變的主題。明清兩朝盛行的八股文取士，也是緊緊圍繞儒家經義而展開的。無論隋

唐亦或明清，科舉考試都推崇儒家思想，把儒家「四書」、「五經」作為考試的權威文本，

要求應考者按照「四書」、「五經」的道路學習應考，以考出好的成績，博取功名。八股文

是由宋代的經義演變而成，它要求「代聖賢立言」，對儒家的微言大義進行抉發闡釋。

1300年的科舉制，對於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教育的關係，對於中華民族倫理文化的影

響，均具有某種雙刃劍的性質。我們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分析和唯物辯證的觀點，認

真總結科舉制度中的利與弊，給以合理的評價。整體上看，科舉制度既有自身的歷史進步

性和倫理合理性，也有自身的倫理缺失和弊端。從歷史進步性和倫理合理性上講，科舉制

對隋唐至明清 1300年間中國政治、教育、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響，它以輕

門第，重才學，任人唯賢實現了對特權制度的否定，平等競爭的考試與人才選拔實現了社

會各階層的上下流動，科舉制度使儒家倫理獲得官方的表彰和認可，同時也催生了士大夫

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科舉塑造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形態與知識分子的性

格和形象，而且為東亞國家的科舉制和西方國家的文官考試制度所借鑒，對世界文明產生

了較為深刻的影響。就其倫理缺失和社會弊病上講，主要體現在考試內容的陳腐和考試方

式的僵化，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八股取士制度對個體價值確認的簡單化、程式化等

諸多弊病，使科舉考試常常成了獵取功名的工具，儒家經典讀得越來越熟，八股文寫得越

來越好，人品卻越來越差，越來越多的讀書人異化成了科舉考試的奴隸和奴才。清朝後期，

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中國則大大落後於時代的潮流和世界的發展，而科舉制度

仍鼓勵考生埋頭於「四書」、「五經」及八股文，把科學技術看作為「奇技淫巧」而不屑

一顧，嚴重脫離了社會發展的趨勢和科技文化發展的要求，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後果。

科舉制成為歷史的陳迹已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不管它在歷史上起過何種積極作用。英

國經濟學家白哲特說「整個文明史充滿著那些最初十分珍貴而最後使人致命的主義和制度」。

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是那種最初十分珍貴，後來逐漸演變成使人致命的制度。今天，我們研

究科舉制度及其倫理道德問題，是為了更好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服務於當代的倫理

道德建設。




